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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是都安瑶族自治

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土地管理历史与现状的方志，是我县土地管

理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可喜成果，也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件可贺的好事。志书将对今人和后人认识我县土地及土地管理的历

史，服务现实，开创未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一

都安瑶族自治县正式建立地方政权机关是从明洪熙元年(1425

年)设置安定、都阳两堡起，明嘉靖七年(1528年)将堡改安定、

都阳两土巡检司，民国5年(1916年)正式建立都安县，迄今已有

570余年。在过去的漫漫历史中，均未编纂过土地志书o 1996年3

月，开始成立土地志编纂机构，配置专职人员着手开展土地志编纂

工作。经编纂人员艰苦努力，锲而不舍，终于完成了30余万字的浩

瀚工程，值得境内各族人民庆幸。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最宝贵

的不可再生资源。远在古代，我国民间就广泛流传着。土生万物黟

之说，而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仍是取

自于土地，所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土地。都安瑶

族自治县素有群九分石头一分土嚣之称，境内石山多，耕地少，而

且穷山恶水，易旱易涝，自然条件恶劣o《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以大量史料反映境内各族人民在。石山王国”里向大自然开战的英

雄气概和。愚公移山膏的艰苦奋斗精神，记述了历代都安的土地资

源、土地制度、土地赋税、地籍管理＼土地规划＼建设用地管理＼

土地保护、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监察＼土地宣传＼土地档案、土地



·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自治

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落实土地基本国策，

服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志书丰富的内容为我们管好用好全自治县

有限的土地资源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依据o

《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志》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记述了各个时期土地管理事业的兴衰起伏，既充分肯定成

绩，也不回避失误，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使我们能

够全面、系统地了解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土地管理情况，加深对“十

分珍惜、合理利用和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重要意义的认识，也

使我们能够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I，更好地加强土地管理工作，为

都安经济建设服务。

值此《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志》付梓出版之际，谨向为本志修

纂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辑人员和有关人员致以亲切的问侯和

崇高的敬意!

么≥ ，

都安瑶族自治县县长／砺物钟
【。 中

二OO一年五月十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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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都安瑶族

自治县土地资源及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主体各章及附录组成。采用述、志、记、图、

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写始末。

三、本志记述范围主要是都安瑶族自治县辖区内，有的内容涉及到县外曾

经是辖区内的地方加注明。

四、本志贯串古今，详今明古，记事上限力求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止

于1999年12月，个别相连的事件延至2000年。

五、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括号注明公元

纪年，每段同一纪年多次出现时只在首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949年10月1日，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民国以前用当时的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

七、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地名、单位名称均沿用历史名称，部分括号注明

为现行标准称谓。对文字较多的常用名称，首次书写全称，其后重述时用简

称。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白话文)o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

行办法》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范。

九、本志资料来源有据，一般不注明出处。



·概 述·

(一)

述

都安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稍偏西。地处东经107046’～108。

31’、北纬23。48’～24035’之间。东西宽75．6公里，南北长87．0公里。东接忻

城县，南与马山县隔红水河为界，西连大化瑶族自治县，北邻河池市，东北与

宜州市毗邻。土地总面积4091．9平方公里，南宁至金城江公路干线由南向北

贯穿全境。自治县人民政府驻地安阳镇南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158公里，北距

河池地区行政公署驻地河池市143公里，西距红水河大型梯级水电站——大化
水电站38公里。 一

都安瑶族自治县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境内就有人类栖居，先秦时期，今

都安瑶族自治县地域属百越之地，秦时属桂林郡地，汉、晋、隋时属郁林郡

地，唐、宋、元、明、清属思恩州地。民国时期，都安瑶族自治县地域先后隶

属武鸣府、邕南道、南宁道、宾阳民团区、南宁民团区、武鸣行政监督区、第

8行政督察区、第4行政督察区、第4行政专区、第11行政专区、武鸣专区。

建国之初，都安仍隶属武鸣专区，1951年1月改属南宁专区，同年8月划归宜

山专区，此后，随宜山专区划归桂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州)，1957年12月划归

邕宁专区(1958年11月改名为南宁专区)，1965年8月从南宁专区划出归河池

专区(1971年改名为河池地区)管辖至今。1955年撤销都安县，设立都安瑶

族自治县，将邻近6个县瑶族聚居的10个区划归自治县管辖，全自治县土地

总面积由原来4728平方公里增加到6491．07平方公里。1988年将自治县西部9

7个乡划归新设立的大化瑶族自治县，将东部的福龙乡划归宜州市，自治县土地

总面积缩小到4091．9平方公里。1999年全自治县辖20个乡2个镇1个扶贫开

发区，250个村民委(居民委)，7204个村民小组o ；

．都安瑶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西北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东南低，地形复杂，石山峰峦迭嶂，岩石裸露，悬崖陡壁，沟壑纵横，山坳绵

延，山路迂回，洞府多而神奇，洼地星罗棋布。全境分为峰丛洼地，峰丛谷地

和峰林谷地3种地貌单元。山间岩泉碧沏如镜，溪水蜿蜒似带，如诗如画，怪

石嶙峋，气势万千，山水不凡，充满大石山瑶县的风韵情调。全境多以岩溶石

山为主，只有南部的澄江，东部的百旺和北部的下坳至板岭一带有土山丘陵分

布，山地面积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77．9％，丘陵面积占全自治县土地总

面积的13．2％，台地和谷地平原面积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8．9％。

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土壤类型共有7个土类，23个亚类，70个土属，144个

土种，其中水稻土面积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1．9％，主要分布在河谷平

原，根据水分状况、熟化程度、肥力高低及理化特性，划分为淹育性、潴育

性、潜育性、沼泽性、侧渗性、盐渍性等6个水稻土亚类，共23个土属，61

个土种，以潴育性水稻土面积最大，占全自治县水稻土面积的47．32％。红壤

属地带性土类，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8．7％，主要分布在海拔700～800米

以下的土山、丘陵和台地平原，划分为红壤和黄壤2个亚类，14个土属，29

个土种。黄壤面积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1．1％，分布在海拔700—800米以

上的土山上，划分为黄壤和灰化黄壤2个亚类，3个土属，4个土种。石灰岩

土为全自治县面积最大的土壤类型，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87．1％，分为

黑色石灰土、棕色石灰土、黄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等4个亚类，11个土属，

22个土种。此外，还有由紫红色砂页岩风化发育形成的紫色土、河流冲积物

发育形成的冲积土、山地、丘陵的洪积物发育形成和硅质灰岩类风化发育形成

的红色石灰土等3个土类，面积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1．2％。

都安瑶族自治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南缘，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年平

均气温18～21℃，年总积温7500～8000℃，年无霜期达300天以上，农作物一

年可以2～3熟。年降雨量1650—1890毫米，属广西多雨地区之一，但时节分

布不均，多集中于夏季，降雨量约占全年的68．3％，且常以暴雨形式降落，

易造成洪涝灾害，春、秋季少雨，则易发生春旱和秋旱。

都安瑶族自治县河流属西江水系的红水河流域，境内有大、中、小河流

36条，除红水河外，较大的河流有澄江和刁江，分别在自治县境的中部和东

部，由北向南注入红水河。境内河流流程共计904．1公里，集雨面积13836．2

平方公里，平均年径流量713．01亿立方米。其中地上河有11条，境内河长

460．9公里，境内集雨面积9955．2平方公里，平均年径流量676．91亿立方米。

地下水丰富，境内有地下河25条，境内流程443．2公里，补给面积3881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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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公里，平均年径流量36．1亿立方米。1999年农田水利工程计有千立方米以上

的水库4处，总库容3104立方米，有效库容1602立方米，灌溉面积710公顷；
山塘和水柜17415处，有效库容314208立方米，引水工程403处，灌溉面积

2833公顷；提水工程282处，灌溉面积3120公顷。全自治县水能资源蕴藏量

按理论计算23．8万千瓦，已开发利用20．86万千瓦，占蕴藏量87．67％o

都安瑶族自治县的自然植被以石山区的亚热带喜钙耐旱的常绿阔叶林为

主，主要树种有石山樟、石山楠、金丝李、斜叶榕、翻白叶树、石山榕、秋

枫、鱼尾葵、掌叶木、榔榆、青冈栎、麻栎等；尚有乌柏、木棉、格郎尖、构

树、黄连木、菜豆树等落叶树种。由于人为毁林，多已沦为石山灌丛植被，主

要有密榴木、黄荆木、红背山麻杆、灰毛浆果楝、竹叶山椒、老虎刺、雀梅

等。常见的人工树种有香椿、牛尾木、苦楝、任豆树、菜豆树、构树和丛生竹

等。土山、丘陵地区的自然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多已毁灭，成为人工的

松、杉、油茶和果木林或以桃金娘、野牡丹、三叉苦等灌丛为主的草坡。

矿藏资源品种颇多，主要有石灰石、石英石、大理石、煤、萤石、马瑙、

锑、铜、锰、汞等，但多数矿产储量小。以石灰石储量最大，各乡镇均有，且

质优，是水泥、石灰等生产和化工、冶金的良好原料；其次是大理石，储量达

1亿立方米以上，花色品种多样，很有开采价值。

(二)

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土地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及自然灾害

等原因，各个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安定土司境内

土地面积1748755亩，其中耕地面积3456亩，占土地总面积的0．20％o民国

25年(1936年)土地陈报结果，都安县耕地面积为607027亩，其中水田面积

122488亩，畲地面积212473亩，山地面积259134亩，荡地面积12932亩。民

国27年全县土地总面积6823500亩，其中耕地面积515418亩，占土地总面积

的7．55％o 1950年，全县耕地面积785500亩，其中水田面积183800亩，旱地

面积601700亩。1956年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9736605亩，其中耕地面积900200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9．25％。1988年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6118245亩，其中耕

地面积539606亩，占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的8．82％。1993年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结果，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6137846．8亩，其中耕地面积661973．6亩，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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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面积693．2亩，林地面积1368666．0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86904．6亩，交

通用地面积23073．3亩，水域面积70040．9亩，未利用土地面积3926495．2亩o

1999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结果，全自治县土地总面积6137846．8亩，其中

耕地面积6505666．0亩，园地面积31667．2亩，林地面积1347251．9亩，居民点

及工矿用地面积93309．7亩，交通用地面积30621．2亩，水域面积70213．9亩，

未利用土地面积3914227．9亩o

(三)

解放前，都安的土地制度为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

期，主要存在着4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国有土地、土官所有土地、地主私有土

地和自耕农私有土地。解放后，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尔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对城镇和旧国民政府的

公有土地进行接收、接管、赎买、征收、没收及宣告等方式，实现城镇土地国

有化，从而在全自治县内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制o

明嘉靖七年(1528年)，安定土司有官田、官族田、甲田、役田和民田之

分，数量因地各异。官田、官族田、甲田为土官及其家族和下属各土目所有。

此外，土官及其官族还按其权力大小占用一定“役田”o官田、官族田、甲田

由农民耕种，或按期交租或服劳役，但不得典当或转让。唯农民自行开垦的少

量瘦瘠土地属己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安定土司管辖的11个城头共

有耕地面积3456亩，其中1552亩为土司及其官族和土目所有，由司民及奴仆

耕种，余下1904亩则为土司衙门修茸、购料、马夫、抬轿、祭祀、打柴等名

目繁多的“役田”。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都阳、安定两土司均实行“改土归流”，废除

土司制度，实行流官弹压委员制，逐步废除土官土地所有制。民国4年(1915

年)，县境内所有土官之官庄田、保甲田、服役田一概化为民田，土地归私人

所有，典当、买卖自由，少数有钱有势者，通过各种手段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地

主，而大多数农民因天灾人祸，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时，只得以土地作抵押

品，向地主借贷，逾期无力偿还则忍痛割地抵债，农民逐步丧失土地而沦为佃

户或债主奴仆，形成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1951年土地改革前夕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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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县总户数的58．7％的贫农和雇农，仅占有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3．68％，户

均有耕地面积3．65亩。而仅占全县总户数的3．88％的地主，却拥有占全县总

耕地面积的16．2％，户均38．02亩，比贫、雇农户均多10．4倍。拉烈乡加佛

村地主樊忍柏户拥有良田好地面积1650亩，土地改革时一次交出白银300余

担，黄金2．5斤。菁盛乡隆德村地主李毓瑾有田地面积1350亩，全乡12个村

有他的土地和佃农o 、

解放后，1952年7月至1954年4月，都安先后分两批对农村土地进行改

革。第一批是1952年7月至1953年3月在壮族聚居和壮汉族杂居的107个乡

进行。第二批是1953年11月至1954年4月在瑶族聚居和壮瑶族杂居的57个

乡，采取特殊的方针政策进行。两次土地改革共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封建富农

土地共计107651亩，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8297户贫雇农和中农，从此，废除

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随后，经过

农业合作化运作，农民所有的土地转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从此全县

土地实行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

在封建社会时期，都安的土地使用制度主要有租佃制、自耕制、雇佣制

等，以租佃制为主。建国后主要有自耕制、互助合作制、集体经营制、家庭联

产承包制、行政划拨使用制、有偿使用制等。

明清时，都安境内土地使用以租佃为主。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安

定土巡检司辖区内有田地3456亩，其中官田1432亩，均租给农户耕种，由土

官土目征收地租，作为土官土目的薪俸。民田2024亩，由农户自耕自主经营，

向朝廷交纳赋税。土官、土目凭借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驱使庶民进行繁重的

无偿劳役，定例与不定例向司民索取物质供奉。

清末至民国时期，都安境内有钱有势者通过各种手段购买和掠夺大量土地

而变成地主。地主阶级串通一气，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除收取高额地租

外，还放高利贷，分租抵息，期满仍无力还本者，则无偿“设收’!耕地，致使
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地主的奴仆或佃户a『据民国22年(1933年)年报统计，

全县有农户38739户，其中佃农9575户，占全县总农户的24．68％，半自耕农

10607户，占全县总农户的27．34％o土地改革前夕的1951年调查统计，占全

县总户数58．7％的贫雇农，仅占有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3．68％，户均耕地面积

3．65亩，而仅占全县总户数3．38％的地主，却占有全县耕地面积的16．2％，

户均耕地面积38．02亩，比贫雇农多10．4倍。

解放后，自治县的农村土地曾实行个体农民自主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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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依据农村干部、群众的意愿，逐步实行

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的比例落实到户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但土地的经营者是个体农

民，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经

营，自主种植，多劳多得，彻底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现象，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解放后至1992年，都安瑶族自治县境内的国家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的

使用制度。土地使用者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需向国家

支付税费。这种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曾在计划经济年代起过

应有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弊端日见显露，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制的实施和巩固，又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严格管理和合理利用。1993年5月，自

治县人民政府制订《关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后，开始

对国有土地实行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

解放前，封建国家作为土地主权和所有者，要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田赋。土

司时期开征的土地赋税以粮赋为主。民国时期除征田赋外，还开征地价税、土

地增值税、契税等。解放后，都安瑶族自治县先后开征的有农业税、耕地占用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契税和土地管理费等。

(四)

土司时期，都安瑶族自治县境内没有设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民国16年

(1927年)县政府民政科下设专管地政工作的技土或技佐。民国34年县政府增

设地政科，掌管土地管理工作，开展土地陈报、土地调查，丈量田亩等工作，

为国民政府征收田赋、土地税提供依据。

解放后，国家建设用地开始由县民政科(局)办理征、拨报批手续；城镇

规划及其建设用地由城建部门主办；农村社队、国营林场、农科所、园艺场、

鱼种场的土地利用、规划、调查等归口农业部门负责；江河、公路等则由各自

的主管部门管理。这种政出多门的分散管理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由于管

理}昆乱，全自治县出现了乱占滥用和浪费土地的现象。

1985年成立自治县土地管理办公室后，全自治县的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

上了正轨。1986年成立自治县土地管理局，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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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下简称《土地管理法》)规定统·管理全自治县土地、城乡地政工作，从

而结束了多头、分散管理的旧体制，逐渐将土地资源纳入了依法、科学、规范

化管理轨道。从1986年至1999年的近14年里，自治县的土地管理工作，经历

了艰难的开创阶段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阶段，做了大量的工作o

1987年自治县土地管理局定编制7人，实有7人，每个乡镇配1名土地管

理员，共22人。1990年自治县土地管理局增加编制到12人，1991年自治县土

地管理局设置了秘书股、规划利用股、地籍股、监察股、计财股等5个职能机

构；局属自治县地产公司、自治县土地管理技术服务站、自治县土地监察大

队、自治县土地估价所等4个二层机构o 1998年，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全

自治县22个乡镇合并或单独建立了直属自治县土地管理局和乡镇人民政府双

重领导的13个土地管理所。截止1999年，全自治县土地管理部门共配备干部

职工65人，其中自治县土地管理局27人，乡镇土地管理所38人o

1986年11月，中共自治县委、自治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结合“一·

五”普法，布置以乡镇为单位，组织工作队，深入村、屯广泛宣传《土地管理

法》，边宣传土地法律法规，边开展非农业建设用地大清查工作。在召开群众

大会进行普遍宣传后，以村为单位把1980年以来新占地建房的农户，集中到

村部来，组织他们学习《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

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中发[1986]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严肃处

理城乡违法占地违章建房问题的通知》(桂政发[1986]90号)等，重点部分

反复学习反复讲解，使建房用地户弄懂弄通，对号入座，接受处理。至1988

年6月止，全自治县共清查出非农业建设用地15576宗，面积3282．18亩，其

中耕地面积1092．87亩，处理结案12374宗，面积1658．4亩，其中耕地面积

796．03亩，清理面达100％，处理结案率达80％o平时自治县土地管理局通过

举办学习班，召开报告会、座谈会、专题讨论会，街日广播、电视播放专题文

章，宣传车巡回宣传，出版墙报、张贴标语、开展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广

大干部群众宣传土地国情、国策和政策、法律、法规，使之家喻户晓。特别是

在日常查处土地违法案件中，每查处一件，都注重先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创

“三无”乡镇活动，也以宣传土地法律、法规作开路。接待每一件来访，也都

认真做好土地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o

1997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

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全面开展非农业建设

用地清查工作的通知》(桂发(1997]26号)文件精神，全面开展非农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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